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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鸟源 Ｈ９Ｎ２ 亚型禽流感病毒内部基因
对 Ｈ７Ｎ９ 病毒致病姓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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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简介

自 ２ 〇 ｉ ３ 年以来 ，

Ｈ７Ｎ９麵禽減病毒麵爾与

家禽中其他亚麵流感病毒 ， 特别是＿ ２病毒的重组 ，

心为本论文的第一完成单位 。 国家林业局中 国科学院

形成了多个支系 。 尽管担忧 ＿９病毒可能具有大断

的潜力
，
麵 目前对可能募集麵具有显著差异的野鸟源

Ｈ９Ｎ２病毒内部基醜 Ｈ７Ｎ ９ 病毒的生物特性仍不清楚 。团队成员分别来自 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、 杭州

本研究产生 了６３ 株麵于 １ 株家鎌 Ｈ７ Ｎ９ 病毒^

和 １ 株野鸟源 Ｈ９Ｎ２ 病雜 Ｈ７Ｎ ９ 重组病毒 。 相对于野
康奈尔大学兽医学院及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 。 本次

生型 Ｈ ７Ｎ９ 病毒 ， ２ ５ 株重组病毒在小鼠中的毒力增强了 。

科研合作既包括刖期研宄计划的制疋及元善 ， 临床样

１ 株含有 Ｈ ９Ｎ ２觸聚合酶細 １ 的腦病毒对 小鼠及

鸡是致死性的 ， 但不能在豚鼠间通过空气传播 ； 然而 ，

３

个与哺乳动物适应相关的 突变能赋予麵组病毒空气传本研究得麵家 自然科学基金 、

“

十二五
’ ’

国家

播能力 ， 使其具有大流行的潜力科技支撑计划
、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家禽创

具有大流行性特点的 Ｈ７Ｎ ９ 病毒的 产生 表明 ， 对＃团队 、 杭州市重大雛创新项目 、 中国科学院＿

Ｈ７Ｎ９ 病毒进行持续 １￡测 ， 特别是加强家禽和野鸟之间
生物资源徹支撑体系以及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

监测仍是必要的 。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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